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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5年 7～ 8月 ,采用样线法在广西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原生林、次生林、农田 -经济林三种生境类型的

夏季鸟类群落进行调查 ,以 Shannon-wiener指数、 Pielou指数、优势度指数、 G-F指数分析鸟类的多样性。结果共

记录到鸟类 66种 ,隶属 7目 29科。原生林的鸟类物种数、物种多样性及 G-F指数最高 ,该群落的鸟类在物种和科属

水平上拥有最高的多样性 ,但是个体数量较少。次生林的鸟类群落密度最高 ,但是数量集中在几种少数优势种

上 ,多样性指数低。农田 -经济林的 Pielou指数最高 ,鸟类群落结构合理、分布均匀、多样性高。保持各类生境空间

结构和分布格局 ,提高植物群落的复杂性 ,对鸟类多样性及其生存和繁衍有着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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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uly to August in 2005, w e studied the Av ian community structure in summer wi th

t ransect lines methods in Huaping National Nature Reserv e. According to the Shannon-wiener

index, Pielou index, Dominance index and G-F index , we analy zed the avian div ersity. Total of 66

species of birds belongs to 7 orders and 29 families were recorded. The number of species, species

div ersity and G-F index in the primary fo rest are the highest. The birds in that communi ty has more

species, families and genus, but the number is less. The avian density is the highest in the secondary

fo rest, but the number agg regates several dominant species, div ersi ty index is low . Farm land-

economic forest has highest Pielou index , and the avian community st ructure will be reasonable,

uniform and diverse. It is important fo r avian div ersity , survival and multiplicity to protect spa tial

st ructure and dist ribution patterns, and to improve the complexity of plant community in various

types of habi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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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鸟类群落进行研究 ,特别是鸟类群落与栖息环

境的关系 ,可更全面了解鸟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和作

用 ,为鸟类资源保护提供科学依据。有关鸟类群落方

面的研究 ,国内早有相关的报道 [1～ 8 ]。有关花坪自然

保护区的鸟类研究报告较少
[9 ]

。我们于 2005年 7月至 8

月对花坪自然保护区的森林鸟类群落进行调查研究 ,

以分析该区域不同生境中鸟类的多样性 ,以及环境对

鸟类保护的影响。

1　研究方法

1. 1　自然保护区概况

　　花坪自然保护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的

龙胜县及临桂县交界处 ,地理坐标为东经 109°48′54″

～ 109°58′20″, 北纬 25°31′30″～ 25°39′36″, 总面积

15133. 3 hm
2。地貌为中山类型 ,海拔多在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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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m。年平均气温 12～ 14℃。年降水量 2000～

2200mm,集中在 3～ 8月。

　　保护区植被类型复杂 ,既包括有人为干扰较少的

原生植被 ,也包括有人为破坏过的次生植被及连年烧

荒的大片茅草坡和农作物地 [9 ]。按照植被受人为干扰

的程度 ,我们将保护区生境分为 3种类型: 原生林

( PF)、次生林 ( SF)、农田 -经济林 ( FEF)。( 1)原生林

( PF)。指没有遭受砍伐的森林植被 ,位于核心区内及

缓冲区的红滩、粗江和大岩附近 ,主要分布以白椎

(Castanopsis carlesii )、甜槠 (Castanopsis eyrei )、罗浮

栲 (Castanopsis f abric)、银荷木 ( Schima argentia)为

主的常绿阔叶林。除护林员无人进出 ,人为干扰程度

极小。( 2)次生林 ( SF)。原生林遭人为破坏后自然恢

复的森林或灌丛 ,位于实验区与缓冲区内 ,包括天坪

山、粗江、红滩几个保护站点 ,主要分布以光皮桦

(Betula lumini f era)、枫香 (Liquidambar f ormosana)

为主的落叶阔叶林。有运输公路分布 ,常有车辆往来 ,

偶有挖笋、割蜂蜜等人为活动 ,人为干扰程度中等。

( 3)农田 -经济林 ( FEF)。人工栽植的植被 ,即农作物

地和经济林地 ,位于实验区内的天坪山一带 ,保护区

管理站设立于此 ,有几个村寨分布。该区内散布有百

余亩农田和旱地 ,种植中稻、玉米及蔬菜。经济林地主

要种植油茶 (Camel lia olei f era)、杉木 (Cunningham ia

lanceolata)、柳杉 (Cr yptomeria sinensis )、柑橘 (Citrus

reticulata )、毛竹 (Phyllostachys pubescens )等 ,呈片状

分布。经济林可视为偏途演替类型 ,即人为干扰后 ,又

在人为控制下繁殖起来的植物群落 ,有公路分布 ,人

们耕作种植活动较多 ,人为干扰程度最大。

1. 2　鸟类调查

　　鸟类调查以样线法进行。根据生境的划分 ,共选

择 9条样线。每条样线重复调查 3～ 5次 ,共计 37次 ,以

重复观察的平均值作为统计依据。调查时间选择在晴

朗天气 ,鸟类活动较为频繁的 7: 00～ 9: 00和 16: 00～

18: 00进行。沿固定样线以 1. 5 km /h的速度行走 ,用 8

× 32双筒望远镜进行观察 ,记录样线前方和两侧各

25m内的鸟类种类和数量。鸟的种类识别依据文献

[10 ]进行。

1. 3　数据处理

1. 3. 1　鸟类物种多样性

　　以 Shannon-Wiener指数测度鸟类物种多样性:

H′= - ∑
s

i= 1
Pi lnpi ,其中 , H′为多样性指数 , S为总的

种数 ,Pi为第 i种物种数与总物种数的比值。

1. 3. 2　均匀度、优势度和种属间多样性

　　用 Pielou指数测度均匀度: J = H′/H
′
max ,式中 ,

H
′
max即 lnS。

　　优势度指数采用公式: C = ∑
s

i= 1
P

2
i 计算。

　　 用 G-F指数测度种属间多样性: DG-F = 1 -

DG /DF; DF = ∑
m

i= 1
DFk ; DFk = - ∑

n

r= 1
Pr lnPr ; DG = -

∑
y

j= 1
qj lnqj。其中 ,m为群落中的科数 ,DFk为 k科中的物

种多样性 , Pr为群落中 k科 r属中的物种总数占 k科

物种总数的比值 ,n为 k科中的属数 ,qj为群落中 j属

的物种数与总的物种数之比 , y为群落中的总属数。

1. 3. 3　密度

　　鸟类密度按 T = N /2LW计算。T为鸟类密度 ,

N为带内记录的鸟类数量 , L为样带长度 ,W 为样带

单边宽度。

2　结果与分析

2. 1　鸟类群落组成

　　野外调查共记录到鸟类 1390只 ,鸟类种类为 66

种 ,隶属 7目 29科 (见表 1)。以雀形目占主要优势 ,有

20科 49种 ,约占 74. 2% ,非雀形目 9科 17种 ,约

占 25. 8% 。从居留型上看 ,留鸟是保护区内的主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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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 ,共记录留鸟 53种 ,夏候鸟 13种 ,分别占总数的

80. 3% , 19. 7%。保护区内的鸟类有明显的东洋界特

点 ,东洋种共计 46种 ,约占 69. 7% ,广布种 17种 ,约占

25. 8% ,古北种仅 3种 ,约占 4. 5%。其中黑冠鹃隼

( Aviceda leuphotes )、 凤 头 蜂 鹰 ( Pernis

ptilorh ynchus )、 蛇 ( Spilornis cheela)、 凤 头 鹰

( Accipiter trivirgatus )、燕隼 ( Falco subbuteo)、领鸺

(Glaucidium brodiei )、白鹇 (Lophura nycthemera)等 7

种 为 国 家 Ⅱ 级 保 护 鸟 类 , 星 鸦 ( Nucif raga

caryocatactes )为广西新记录鸟类 [11 ]。

2. 2　鸟类多样性

　　各生境的鸟类群落多样性分析结果见表 2。

2. 2. 1　原生林鸟类群落

　　原生林调查记录到鸟类 48种 ,是 3种生境中种数

最多的。原生林的 Shannon-Wiener指数最高 ,而密度

最低 ,说明该群落的鸟类在物种水平上拥有最高的多

样性 ,但个体数量较少。原生林的优势度指数低于次

生林 ,说明该群落结构较为稳定。Pielou指数最低 ,说

明该群落中鸟类集群活动最为明显 ,主要表现在一些

小型的雀形目鸟类 (如凤鹛属鸟类 ) ,这与林栖型鸟类

的生活习性有关。原生林的 G-F指数最高 ,说明该群

落在科属水平上拥有最高的多样性。原生林群落中的

鸟类优势种为栗背短脚鹎 ( Pi = 0. 1080)、黑额凤鹛

( Pi = 0. 1032)。
表 2　花坪自然保护区 3种生境中夏季鸟类的多样性

Table 2　 Avian diversity at three habitats in Huaping Nature

Reserve during summer

生境　
类型　
Habi tat
types　

物种　
数量　
Species

密度　
Densi ty
( ind. /
hm2 )

H′ J C D F D G D G-F

PF 48 4. 5110 3. 19900. 4554 0. 05947. 5740 3. 52160. 5350

SF 35 6. 3158 2. 89780. 5008 0. 08014. 6905 3. 32740. 2906

FE F 29 5. 5263 3. 05110. 5706 0. 05813. 3619 3. 09220. 0802

H′: 物种多样性指数 Species diversity index, J :均匀性指数 Ev enness

ind ex, C: 优势度指数 Dominance index , DF : 科的多样性指数

Div ersity index at family level, DG :属的多样性指数 Div ersity at genus

lev el, DG-F : G-F index; PF:原生林 Primary forest , SF: 次生林 Secon-

dary forest , FEF:农田 -经济林 Farm-land-economic forest .

2. 2. 2　次生林鸟类群落

　　次生林群落调查记录到鸟类 35种 ,低于原生林群

落。次生林的 Shannon-Wiener指数最低 , Pielou指数

也低于原生林群落 ,但密度和优势度指数最高 ,说明

该群落的鸟类虽然密度高 ,但数量集中在几种少数优

势种上 (如鹎科、叶鹎科、画眉科等 ) ,导致多样性指数

低。次生林群落的 G-F指数较原生林群落低 ,说明该

群落中单科属的比例较大。次生林群落的鸟类优势种

为栗背短脚鹎 (Pi = 0. 0982)、 栗耳凤鹛 (Pi =

0. 1933)、白腹凤鹛 ( Pi = 0. 0982)。

2. 2. 3　农田 -经济林鸟类群落

　　农田 -经济林调查记录到鸟类 29种 ,为 3种生境中

最少的。农田 -经济林的 Shannon-Wiener指数、密度

居中 , Pielou指数最高 ,优势度指数最低 ,说明该群落

的鸟类物种数量虽然是最少的 ,但群落结构合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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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均匀 ,因而鸟类多样性高。特殊的植被类型 ,还

出现了一些农田 -经济林特有鸟类 ,如山 、白

、黑喉山鹪莺、红尾伯劳等。农田 -经济林的 G-F指

数最低 ,说明该群落中单科属比例最大。农田 -经济

林群落的鸟类优势种仅一种 ,为栗背短脚鹎 ( Pi = 0.

1190)。

3　讨论

3. 1　鸟类多样性与生境的关系

　　鸟类群落的物种多样性与植物群落结构的复杂

性相关 [5 ]。本次调查也得到相同的结果 , H′原生林 >

H′农田 -经济林 > H′次生林。处于花坪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的原生林保护完好 ,植物种类多样 ,林层丰富 ,结构复

杂 ,并随着海拔落差的变化 ,植被垂直结构明显 ,因而

原生林鸟类群落物种数最多 ,物种多样性指数亦最

高。农田 -经济林面积虽小 ,但与次生林镶嵌 ,周围散

有稀疏的落叶阔叶林、灌丛 ,以及大片草坡 ,具有极高

的生境异质性 ;虽然人为干扰相对较大 ,但是这种干

扰从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此生境的变化性和稳定性 ;种

植的农作物、经济林木中食物资源丰富 ,并招引多种

昆虫 ,因此鸟类的个体数量较多。次生林是由原生林

遭受反复破坏后演替形成 ,主要以传播能力强 ,耐极

端生境的先锋树种构成的植物群落 ,群落稳定性低 ,

演替速度快 ,植物群落和空间结构趋于简单 ,不利于

鸟类的生存繁衍 ,仅几种适应力强的植物种类数量较

多 ,因而鸟类多样性最低。

　　在记录到的 66种鸟类中 ,只在原生林中记录到的

有 23种 ,占总数的 34. 85% ;只在次生林和农田 -经济

林中记录到的为 9种和 6种 ,分别占 13. 64%和 9. 09% 。

在记录到的 7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鸟类中 ,凤头蜂鹰、

蛇 、凤头鹰和白鹇只在原生林中记录到 ;黑冠鹃隼、

燕隼、领鸺 和新记录鸟类星鸦只在次生林中记录

到 ;农田 -经济林中无记录。从物种数、多样性指数等

方面来看 ,原生林对保护区鸟类的保护尤为重要。在

次生林和农田 -经济林中的出现仅在该生境分布的种

类 ,说明部分鸟类对此类生境有着依赖性。保持各类

生境空间结构和分布格局 ,提高植物群落的复杂性 ,

对鸟类多样性及其生存、繁衍有着重要影响。

3. 2　花坪自然保护区与里骆林区的比较

　　里骆林区与花坪自然保护区处在相近的纬度上 ,

同属中山地貌 ,鸟类的物种数量为 12～ 29种 ,密度 4. 1

～ 9. 8( ind hm
- 2

) ,多样性 ( H′)为 1. 94～ 3. 14,均匀

度为 0. 78～ 0. 96[1 ]。花坪自然保护区 ,鸟类物种数 ( 29

～ 48)及物种多样性 ( 2. 90～ 3. 19)较高。里骆林区海

拔较低 ,鸟类群落密度和均匀度较高。通常低海拔地

区生物生产水平较高 ,食物丰富 ,因此鸟类数量多 ,密

度高。里骆林区以经营性为主 ,原生植被大多已遭不

同程度的破坏 ,人工针叶林多 ,结构单调 ,而花坪自然

保护区为广西最早建立的自然保护区 ,是我国亚热带

保存下来面积最大的原生林之一 ,植被为常绿阔叶林

和落叶阔叶混交林 ,针叶林较少 ,复杂多样的栖息环

境 ,使花坪自然保护区的鸟类物种数和物种多样性均

高。可见 ,自然保护区的建立 ,对保护鸟类资源起到良

好的作用。

3. 3　一些建议

　　近年来 ,花坪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实验区和缓冲

区内尝试开展生态旅游、休闲度假等活动 ,噪音及污

染不可避免 ,势必对保护区的鸟类群落结构及分布产

生负面影响。建议保护区采取适当的方式来开展游游

活动 ,如徒步旅行、控制噪音和废气、观鸟、隐蔽性建

筑物等措施来开展旅游和休闲度假等活动。另外 ,应

对保护区内的鸟类资源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以便更好

地保护鸟类的栖息环境 ,维持鸟类群落稳定 ,提高鸟

类的物种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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